
 

 

在 2011 年可持续发展新趋势报告会上的致词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  王忠禹 

（2011 年 3月 30 日，北京） 

 

尊敬的斯蒂格森先生，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参加今年的可持续发展新趋势报告会。首先，我代表中

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会员

大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位理事、会员

代表和工商界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次会议的召开，恰逢中国“十一五”刚刚结束。在过去的 5

年当中，中国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

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突破口，作为减少环境污染、应对

资源紧缺和气候变化的治本之策，深入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即使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也丝毫没有放松节能减排的工作

力度，五年累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19.1％，化学需氧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 12.45％和 14.29％。中国可持续发展取得

的明显成效，不仅为自身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以可持续发展引领企业转型升级，



努力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完成节能减排总体目标，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中石油集团、大唐电力集团等企业，淘汰高耗能、高污染

的落后生产能力，加快发展服务业，实现了产品和产能结构的优化调

整；中国建材集团、武钢集团等企业，大力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研发，

推进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积极构建节能技术服务体系，明显提高了

能源使用效率；比亚迪、皇明太阳能等企业，通过商业模式转型，强

化供应链管理，向社会提供低能耗和低排放的产品与服务；宝钢集团、

中国重汽集团等企业，注重通过信息化技术，建立、完善和推广节能

减排管理体系，实现了对企业环境的整体检测；鞍钢集团、山东泉林

纸业等企业，大力发展可再生资源，稳步发展替代能源，改善了企业

的资源能源消费结构；中国电力投资等企业，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

赋和产业优势，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集群，以延伸产业链的方式综

合利用资源，提高了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这些企业的创新实践，为

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认真学习借鉴，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发扬光

大。 

今年是中国“十二五”开局之年。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国

政府主动调低了今后 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切

实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坚定决心。规划提出继续把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对下一步节能减排提出了新的要求：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

重要从目前的 8%提高到 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

排放要分别降低 16％和 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 8％至 10％。



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节能减排的任务更加艰巨，考核指标

也更严格，必须下更大的苦工夫，做更深入、更艰苦的工作才能够顺

利完成。 

需要强调的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节能减

排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机制的局限，节能减排还没有真正成为企业

普遍的内在需求；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存在过多使用行政手段的现象。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全面转型，节能减排工作应

在综合运用法律、政策和行政手段的同时，要更多更好地发挥企业的

积极性。只有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市场空间，才能充

分调动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此，我提出几点看法和意

见： 

一、积极完善体制机制，将增强企业内在动力作为今后节能减排

工作的核心内容。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臵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加快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能源价格机制和节能减排指标交易机制。

允许企业之间通过资金、技术支持等方式交易节能减排指标，建立企

业自觉减少污染排放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市场机制提高企业节能

减排的整体效率。针对节能服务领域的巨大市场需求，全面推广合同

能源管理等先进的能源管理模式，逐步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技术服务

市场，使得参与各方都能够从中获益。 

二、注重制度配套，形成政策合力。政府对企业的激励应该注

重评估政策效果，从追求单项政策的效应向制度配套转变，统筹考



虑政府采购、产业引导、金融财税等政策对企业节能减排的推动作

用。只有注重多方位的制度配套，形成政策合力，才能更有效地调

节引导企业行为，达到治标又治本的效果。 

三、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要考虑各行业的

能耗和排放的具体情况和产业特征，充分调动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

节能减排中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在行业资源利用与节能活动中发挥监

督和服务作用，收集行业内部以及发达国家的最新信息，明确行业物

耗能耗最优技术与标准，为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与培训。在这一

方面，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推动的一些标志性项目得到了中国

政府、工商界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和认可，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为中

国企业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四、高度重视中小企业节能减排。中小企业数量多，节能减排

的管理基础薄弱，技术信息渠道不畅，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但是

也正因为如此，节能减排的潜力更加不容忽视。“十一五”期间，我

国发起了“千家企业节能减排行动”，重点推动了大企业的节能减排，

地方政府也重点推动了骨干企业节能减排的工作，许多先进的节能

减排方法和技术在大企业中得到了普遍应用。“十二五”期间要在继

续推进大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中小企业节能减排

工作，通过政策引导，建立大、中、小企业互动的市场机制，以大

带小，将先进成熟的节能减排方法、技术向中小企业推广转移，推

动中小企业建设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各位代表： 

“十二五”是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传统经济增长

方式面临新的挑战。从长远看，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的趋势长期存在，

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作为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

展的中坚力量，企业必须进一步认清时代发展潮流，增强紧迫感和责

任意识，结合自身实际，明确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目标、重点和措施，

精心组织实施。我相信，通过广大企业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一定能够取得明显进步，企业可持续发展一定能够不断迈

上新的台阶。 

最后，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